
4 月 15 日上午，古巴高等教育部国际司司长
Mar侏a Victoria Villavicencio Plasencia 一行四人访问
我校，赵长禄常务副书记在 2 号办公楼 133 会议室
会见了外宾。

赵长禄常务副书记对 Villavicencio 司长的来访
表示欢迎，他说我校与古巴高等教育部已经是老朋
友，副部长也于 2013 年和 2014 年先后两次访问北
理工，我校十分赞赏古巴高等教育部带领本国高校
开展对外交流活动的做法。他还表示，随着中古两
国经贸领域的深入合作，教育交流也日渐频繁，我
校近年来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留学生培养提供
了更好的条件。中国政府向优秀留学生提供了覆盖
面广且资助力度大的奖学金，我校也是获得中央政
府留学生奖学金数量最多的高校之一。他欢迎古巴
学生报考我校，并鼓励双方学者加强科研和学术的
交流。

Villavicencio 司长感谢我校领导的会见，她说
首次访华对中国印象深刻。去年习主席访问古巴之
际，两国签署了教育领域的合作文件，双方也有越来
越多的留学生互访。她还表示古巴对于人才的全面

培养十分重视，希望通过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和学者
的方式培养优秀人才。她感谢北理工长期对古巴教
育事业的支持，希望能有更多的学生和学者来到北
理工学习和交流，促进中
巴两国在高等教育领域
的合作。

双方还就访问学者
项目和留学生奖学金项
目的细节进行了沟通。
随后，代表团在留学生
中心汪滢主任的带领下
访问了留学生中心。

古巴教育部国际司
官 员 YisellMasforrol
Portal、古巴使馆教育专
员 Karina Mar侏a
Caballero Rubiella 和 韩
晓雪以及我校国际交流
合作处副处长高珊、项
目官员彭姝、留学生中

心主任助理沈佳培、墨西哥留学生佛朗西等也参加
了会见。

（文 /图 国际交流合作处 彭姝）

古巴高等教育部国际司司长一行访问我校

4 月 9 日下午，学校建校 75 周年纪念
活动部署会在 2 号办公楼 233 会议室召开，
副校长项昌乐出席会议。学校办公室、宣传
部、保卫处、科研院、人事处、财务处、校友会
办公室、体育部、后勤集团、校工会、校团委、
教育基金会办公室以及各学院负责人参加
了会议。

学校办公室主任汪本聪就建校 75 周年
纪念活动有关工作组织架构、系列活动安
排、工作任务分解等进行了介绍。校友会办
公室主任段丽萍就有关活动安排和校友工
作进行了说明。学校办公室副主任周波介绍
了工作安排和任务分工。根据工作安排，学
校成立校庆筹备委员会，负责校庆筹备工作
组织协调；筹备委员会下设综合协调组、宣
传组、文体组、科研学术组、校友工作组、捐
赠组、学院工作组、后勤保障和安全保卫组
等 8 个工作组。

副校长项昌乐指出，要把握建校 75 周
年的历史机遇，宣传学校的发展与成就，宣
传校友、凝聚校友，促进师生激情进取，凝
心聚力争创一流。为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副
校长项昌乐要求：一要高度重视，校庆是学
校的综合性工作，是一项凝聚力工程，各部
门和学院要统一思想、认真筹备；二要突出
特色，纪念活动应突出学术特色，以学术凝
聚校友、汇聚发展力量，促进学校科学发
展；三要落实责任，工作方案明确了各筹备
小组的责任单位和成员单位，各有关单位
要统筹协调、通力协作；四要简朴务实、细
化方案，各筹备小组、各有关单位要本着节
约、高效原则，围绕校庆主题，结合学校第
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宣传贯彻、综合改革系
统推进等细化工作方案，扎实做好各项筹
备工作。

（校友会办公室 余海滨）

本 期 导 读

我校在工信部党建创优工程（二期）
评估验收中获得佳绩

4 月 15 日上午，“德学理工 翰墨铸情”盛自强
校友书画捐赠仪式在 2 号楼 211 会议室隆重举行。
浙江校友会名誉会长，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理事、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著名书法家盛自强校友及其
夫人徐金莲女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张又栋校
友，恵国文、耿学红、董军、谷万龙校友，常务副校
长、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杨宾，党委副书

记、副校长李和章，副校长项昌乐，原党委书记、教
育基金会理事焦文俊，学校办公室、党委宣传部、
校友会办公室、材料学院、档案馆、教育基金会办
公室的有关负责同志出席捐赠仪式。捐赠仪式由
项昌乐主持。
首先，李和章代表学校向盛自强校友及其夫人

表示感谢。李和章强调，75 周年校友书画展是校庆
期间重要的活动之一，盛自强作为
第一位向 75 周年校友书画展捐赠
作品的校友，将自己珍贵的三十件
书画作品捐赠给学校，充分印证了
他对母校的款款深情。学校也希望
通过书画展为广大书画界校友搭
建一个书画艺术交流、情感抒发的
平台。真诚希望广大书画校友能够
支持 75 周年校友书画展，憧憬“岁
在乙未，秋兰飘香，会于理工，群贤
毕至，少长咸集”的盛况。

张又栋向大家介绍了盛自强
校友的基本情况，他回忆起三十多
年前盛自强在大三时，被推举为京
工书画社的首任社长，在学校里掀

起了一股书法热。在毕业后，盛自强一直陶醉于书
握师江三激握贯家
性朴统争想握突：突突握贯江位握师革激握贯家
性朴统争想握突：突突握贯握突：突突握贯江
门突：统想握求程：统家
性朴统争认握突：突突握贯江
突：突突握程：突突握贯江
统二：思真握程握杨朴统争门握突：突突握程突：突突握贯江
特：门统握程握贯位握师三激握贯家
性朴统争想握贯江
：门统握程握贯位握师三激握贯家
性朴统争门握突：突突握贯江
求门统门：特统握求门门三岁 /R/@AFK K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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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届校友、总参某卫星地面站主任张宁扎
根新疆喀什 20 余年，投身航天信息事业，参与完
成神舟一号至五号飞船等 28 次重大航天器测控
任务，带领部队测控“北斗”导航，精准收发海量卫
星数据，先后荣立二等功 2 次、三等功 1 次，为我
国卫星测控、载人航天和北斗导航事业做出了突
出贡献，被表彰为“全军优秀指挥军官”。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中央电视台均对他的事迹进行了重点报道。母
校为有这样优秀的校友感到自豪，本期编辑对相
关报道进行了编辑整理，让我们更深入了解这位
扎根边疆 20 年，守望天疆、勇当北斗导航排头兵
的校友的优秀事迹。

5次飞船发射测控零差错
“测控第一棒交给张宁”

卫星发射上天绕地球飞行一周后进入祖国上
空，能否第一个跟踪并锁定目标，事关全局成败。
这场太空接力赛的第一棒，交到了张宁手里。

1996 年 10 月 20 日，张宁铭记终生：用于寻

找 MH370 的高分辨卫星“前身”———资源一号卫
星在这天发射升空，当时他是喀什测控站现场指
挥员。 那天，他稳步走上指挥席，按照既定方案
沉着应对、从容调度。数十分钟后，卫星准时过境，
首圈即被捕获，成功实现天地联接。旋即，北京飞
控指挥大厅里响起了张宁洪亮的声音：“‘天山’发
现目标！”“‘天山’跟踪正常！”首战告捷，张宁成
为该测控站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现场指挥员。这一
年，张宁 23 岁，大学毕业刚满两年。

1996 年，当张宁来到喀什测控站，我国载人
航天工程已全面启动，而学计算机软件的张宁，却
连“航天测控”等最简单的名词都不懂。张宁 5 个
月一笔一画地“画”下了近万米的航天测控流程
图，新婚蜜月一半时间在设备生产厂家度过。

2003 年 10 月 15 日，在举世瞩目中，我国迎
来了首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的发射。谁能
将飞船测控“第一棒”接下去？“交给张宁。”领导
们有理由相信他———自担任现场指挥员首战成功
后，张宁又带队完成了海洋一号、探测一号、神舟
一号到神舟四号等 23 次卫星测控任务，次次圆满
成功。

受领任务后，张宁带领官兵紧紧围绕跟踪捕
获、指令发送、数据传输等关键环节，深入分析研
究对策，“挖”出跟踪仰角高等 10 个隐患，有针对
性地组织了 20 余次应急演练。10 月 15 日，任务
圆满完成。这一年，张宁 30 岁。

第二天，当人们还在为发射成功欢欣鼓舞时，
目标跟踪异常的险情发生了———因轨道发生变
化，已超过地面设备设计能力理论上的最大值，如
不及时处置，飞船可能会像断线的风筝，失去控
制。机房里的空气瞬间凝固，大家把热切的目光都
投向了张宁。“启用 3 号预案，改变天线跟踪方
式！”千钧一发之际，张宁当机立断，决定紧急向飞

船注入修正指令。则名

则红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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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理工大学中关村校区，有这样一间特殊的教室，高

悬的国徽彰显出不一样的肃穆，“法官”、“被告”、“原告”等席位

一应俱全，伴随着法槌的一次次“掷地有声”，一场场“唇枪舌战”

在这里上演，一条条法条被“引经据典”，这是一座法庭，一座建

设在北理工校园中的“法庭”———北理工法学院的模拟法庭。作

为国外培养法律专业人才成熟有效的方式，北理工的模拟法庭

经过多年建设，已经成为学校实践教学的特色品牌之一。

北京理工大学于 1994 年建立法律系，2008 年正式成立法

学院，如何在一所理工科优势明显的大学中培养法律人才，始

终是学院着力研究的焦点。特别是在学校十三次党代会之后，

学院将转变法学教育“重理论轻实践”传统教学模式作为突破

口，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找到了切实的“抓手”，而模拟法庭这

一“经典”的实践教学方法自然也成为法学院人才培养工作最

闪亮的“舞台”之一。多年来，北理工的模拟法庭不仅在法律业

界产生广泛影响，还形成了国内外认可“北理风格”。

在“模拟”中求真务实培养人才

模拟法庭这一教学方法最早产生于 14 世纪的英国，随后

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在美国，许多法学院不仅将其作为一门重

要课程还从广泛开展辩护状写作、法庭辩论等各种单项和全能

比赛。近年来，国内法学教育也在不断向国际化看齐，创新改

革，适应社会人才需求，适应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围绕学

校人才培养的总体战略，法学院的“模拟法庭”也不断在“模拟”

中求真务实。

追溯北理工模拟法庭的历史，学校在 2001 年就将一号教

学楼 101 教室，这间位于全校最东侧的教室改造为首个正规的

模拟法庭空间。2012 年前后，在学校的支持下，将中关村模拟法

庭搬至 7 号楼 108报告厅，并在良乡综合教学楼也建设了模拟

法庭，自此北理工的模拟法庭进入的全新的“2.0”时代。

“学院建立模拟法庭，开展模拟法庭教学活动，不仅仅是学

院建设的必经阶段，更是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也是走向国际

化、与国际接轨的重要途径。”谈起建设模拟法庭的初衷，北京

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寿平教授说。

模拟法庭最大魅力，其实并不是我们能看到的现场模拟，

作为实践学习，它提供给参与者的是一个完备的体系。模拟法

庭通过庭前案情分析、角色划分、法律文书准备、预演、正式开

庭审理案件以及庭后总结反思等环节模拟刑事、民事、行政审

判及仲裁的过程，能够迅速提高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并掌握

实务操作规范。在模拟法庭过程中，学生通过扮演庭审中的不

同角色（法官、书记员、律师、当事人、证人等），实现庭审过程中

各种程序的训练。

“A、B 两国航天器同时探测某星球，为避免某天体对撞击

地球，A 国航天器对其应急撞击，但由于误差，既造成 B 国航天

器的损坏，因撞击变轨的小天体还给 B 国居民造成了损失，由

此一场 AB 两国间、A 国与 B 国民众间的‘空间官司’拉开了帷

幕”———这是在 2014 年法学院斩获全国亚军的第十二届“航天

杯”国际空间法模拟法庭竞赛上真实的竞赛题目，在思维的交

辩中，学生专业知识和各项能力都有了显著地提升。

模拟法庭可以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了法

律文书的写作能力、沟通表达能力以及缜密的思辨能力。“法

庭模拟真实案件的审理过程，庭前准备着重培养学生对案件

的整体把握能力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组织能力；庭审过程着

重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思辨能力，体现庭审的对抗性；庭后

工作主要培养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和总结能力。”李寿平教授

如是说。

当然，模拟法庭只是法学院实践教育理念的一个集中体

现，学院不仅与多家司法部门、律师事务所和企业法务建立了

数十个实践基地，设计“法律诊所”和“法援中心”等教学实践环

节，学生们也在实践中提升了业务水平和个人能力，在国内外

各项活动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在中国空间法学会“国际空间模

拟法庭大赛”中连续三年全国冠军和最佳辩手，在第十七、十八

届 Manfred Lachs 国际空间法模拟法庭亚太地区比赛中，我校

选手两次打破中国队参赛记录，其中 2008 年获得了亚太地区

季军的好成绩，2011、2012 年在北京市高校模拟法庭大赛过程

中，连续两年摘得桂冠。在 2007 年和 2008 年“全国北外杯知识

产权模拟法庭大赛”中获得两项第三名佳绩。

在“自己的法庭”中成长

模拟法庭的建设始终以服务人才培养为目标，不仅在实践

中能够让学生们深化学习，过程中法庭现场亲临感，也在净化

着学生们的心灵，不忘自己是一名弘道弘仁的法律人，培养优

秀法律人才，要做到“德以明理 学以精工”，学生自己内心的收

获，诚然可贵。

刘思敏是法学院 2011 级的本科生，作为 2014 年第十二届

“航天杯”全国空间法模拟法庭竞赛的选手，带着提高自身的法

律实践能力和提高英文水平的初衷，与队友走上了全国大赛的

法庭。不断揣摩、剖析案例，查阅翻译海量英文文献……这些可

谓些许“痛苦”的经历给她留下了至深的印象。但是谈及收获，

她有着发自内心的兴奋，“通过这次国际大赛，我对空间法知识

的认知有相当大的提升，特别是临场思辨过程，让我感受到了

自己的能力，不过，有些资料脱稿后，还略显稚嫩。”

法学院以模拟法庭比赛为牵引，不仅仅组织学生参与国内

外大型比赛，更主动承办大型比赛，将更多的资源引入北理校

园。多年建设，模拟法庭也形成了一种育人文化，并且通过刘

思敏这样优秀的学生一代代传承发展，这种学生群体中逐渐

成型的“模拟法庭”校园文化和意识，不仅深化了模拟法庭教

学的成效，更为重要的是为学生自我教育成长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法学院 2013 届毕业生聂思聪曾参与学校承办的国际空间

法模拟法庭大赛世界总决赛的组织工作。回顾参与这样的国际

交流活动，她不仅直接感受到了学校空间法学在国际法学界的

影响力，模拟法庭的各类竞赛屡创佳绩，也让她备受鼓舞，对专

业充满热情。另外，模拟法庭也是个交流的平台，来自国际法庭

的法官、世界名校的优秀师生，都为学生们拓宽了国际视野，开

辟了国际交流的新平台。

“模拟法庭让我感到了自己的价值和成长，如今，我已经参

加工作，在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是运用法律解决问题，深感模

拟法庭的锻炼获益匪浅，与其他新人相比，实践能力，看问题的

角度都高出不少。”聂思聪的感受良多。

教学相长、弘道弘仁

模拟法庭不仅在培育学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种

教学手段，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形成了教学相长的良

好局面。

模拟法庭的成功开展离不开指导老师悉心付出，在整个模

拟过程中，如何要选择典型案例、根据学生特点分配角色、设计

原被告预案等等前期准备都关乎着模拟的成功与否，而自模拟

过程中，教师更犹如话剧导演一样关键，既要关注现场，还要随

时扑捉细节，做好记录，把握方向。模拟结束后，一场高水平的

点评与总结，要起到画龙点睛之功效。一场流畅而完整的审判

过程才能让学生真正得到充分的学习与提升，作为“总导演”指

导教师，肩上的担子沉甸甸。

除了全过程的细致准备，模拟法庭这个法律多元性视角的

训练平台，要求教师必须转变观念，抛开纯理论的“枷锁”，真正

融入实践教学，围绕社会需求，来塑造高素质应用型法律人才，

探索创新，将实践内容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

这样的转变确实给法学院的教师群体带来了挑战，但凭着

教师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们迎难而上，自身的教学水平

也不断提升。以参与空间法模拟法庭重大赛事为例，他们不辞

辛苦熬夜指导学生撰写文稿已是家常便饭，而为学生设计比赛

战术灵活多变，不拘泥于中规中矩的保守风格，在几年的时间

里，形成了国内空间法届的“北理风格”。

法学院副教授王国语老师曾经 5 次带队参加国际空间法

模拟法庭，王老师回首比赛之路感慨良多，表示在比赛过程中

不仅学生们收获良多，自己的能力也得以不断提高。“模拟法庭

国内夺冠，走向世界，也让我们增强了建设国际一流的空间法

学科的信心。空间法方向的教师也更加明确了以比赛为一种牵

引，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引进优秀人才，做好人才培养工作的重

要意义。”王老师在多年指导模拟法庭的过程中，结合模拟法庭

比赛还特别承担了我校法学专业的特色课程《航空航天法》和

《国际空间法》以及《国际私法》课程，将课堂教学与这一实践教

学方式充分结合，提升教学质量。

而法学院青年教师张晏在第一次作为指导老师参加第 19
届斯泰森国际环境法模拟法庭大赛后，也觉得“充满了挑战”，

但更多的是对教学的思考。张老师说，国内过去的法学教育和

研究多是粗放式的、理论式的、高屋建瓴式的，但国外在教学中

会特别注重结合现行立法，深入挖掘条文本身，在教育手段上

也是实践先导性教学，更注重研究和讨论真实的案例或事件，

这在国际模拟法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开展模拟法庭的

教学实践和参加竞赛，深受启发。

模拟法庭作为法学院人才培养工作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

亮点，在过去几年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这仅仅是学院在人才培

养工作方面的起步之举，围绕学校“争创一流”的发展战略，还

有太多的工作需要扎实开展，法学院将在“法天法地 弘道弘仁”

的学院办学理念指导下，不断培养法律英才！

（文 /党委宣传部 辛嘉洋 图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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